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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陆继椿

说，这道作文题出得挺好，也挺有

意思，与往年的题目有些不一

样。这可能说明了上海中考的探

索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考察学生

的不仅是感性认识事物，而且是

要能理性地认识事物、认识客观

世界，并且还要能够把自己放在

客观世界中去思索应该怎样做和

做什么。

陆继椿说，拿到这个题目的

考生或许会愣一下，但仔细一想，

审题并不难，因为给出的材料里

信息是十分明确的，所以落笔是

有很多内容可以写的。同学们天

天都在学习，这不正是一个“取

水”的过程吗？不正是一个认识

世界的过程吗？问题是要写出取

什么样的水、怎样取水、取水又为

了什么，这样立意就高了。

我也是取水人，这个“我”是

富有个性特长的，是在一次次取

水中既有收获也有挫折的、既有

思考也有实践的。“我”的独特取

水方式和取水努力，都是在助力

自己更好地憧憬未来目标，更好

地不断前行。

陆老师表示，考生们可以从

这么些年来有意思的“取水”活动

中选取写作素材，抒发自己的真

实想法、真实探索和真实收获，这

样就能写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取

水”方式。 本报记者 王蔚

中考作文题：我也是个取水人
特级教师点评：取什么水、怎样取水、为什么取水

■ 考生有序入场，送考氛围感满满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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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写作。
假如世界是一滩无形的水，每个人

都在用各自的取水方式来认识这滩
水。成长，就是在一次次对未知事物的
探寻中，或拓宽眼界，或增长才干，或发
现规律……同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取
水”方式。
请以“我也是个取水人”为题，写一

篇600字左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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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时，阳光尚不炽烈。长宁区
娄山中学考点外，夏日的风送来一些凉
意。家长王女士穿着日常的衣服，手中
拿着一把印有“中考必胜”的祈福扇子
轻轻摇着，神情看上去颇为轻松。“中考
虽然很重要，但是孩子未来的路还很
长。考前，我们就商量好了，无论结果
如何，考完就向前走，享受奋斗努力的

过程更重要。我们在中考志愿的选择
上，也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王女士
说，这几天，全家人相互打气。昨天趁
天气不错，她还带孩子一起去散步，看
了看落日美景。
这是记者今天在2024上海中考考场

见到的一幕。人生初考紧张难免，但学
着从容、试着淡定，同样是“取水之道”。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王蔚 易蓉

家长
做“不扫兴父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80后、90

后逐渐成为育儿主力，新一代家长更

喜欢做“不扫兴的父母”，学着尊重孩

子的选择。

8时不到，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的送考老师就早早等候在考点门口，

为考生一一送上巧克力和祝福，寓意

考场得“福”，以“巧”克难，力拔头筹。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送考

团手执红折扇，祝福初三学子以坚定

不移的志向迎接中考的挑战。“初三的

男孩正在青春期里，不太爱听爸爸妈

妈唠叨，有时候表达爱的方式也变得

有些扭捏。但是，他特别渴望得到老

师和同伴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感谢

老师们的加油鼓劲，这对他很重要！”

家长傅女士说。

“中午接了他，在家吃还是叫外

卖？”“他说在家吃。”“不叫外卖吗？外

卖是不是更丰富些？或者在饭店里

吃？”“你听孩子的就行，尊重他的选

择。”娄山中学考点门口，记者听到不

止一对送考的父母在轻声讨论午餐吃

什么，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决定把

“选择权”交给孩子，而不是成年人心

目中的“最佳选择”。

小狗晃着尾巴，小妹妹穿着小旗

袍给哥哥大声喊着加油，一不小心成

了全班的“团宠”……在大同初级中学

考点外，笑声不断。“来来来，唱首歌活

跃下气氛！就昨晚你在群里唱的那

首！”“不要不要——”几个要好的同学

打闹着，虽然手里拿着古文背诵单，

但，“也就是拿着”。“怎么感觉你们来

嘉年华的啦！”有家长打趣道。

“从小孩子就很独立，两年级开始

就要求自己坐三站21路去上学。”男生

小肖的妈妈望着儿子高高帅帅的背影，

很感慨。夫妻俩工作都很忙，为了同一

个目标忙碌专注的样子，可能成了孩子

最好的榜样。小肖妈妈手里的两枝“节

节高”几年工夫长长了一倍，快有一米

高了，今天特意带来给孩子助阵，引得

不少家长来摸一摸，合张影，接好运。

老师
为学生当“心理后援”
“考前我们特意举办了心理沙龙，

希望今天当孩子走出考场后，不要多

聊考了些什么、考得怎样，而是对他

说，恭喜你，考完了一门，过了一关！”

格致初中副校长陈颖说。“我们每个班

级都用全班的指纹制作了一条龙，希

望孩子们能够像龙一样腾飞。”班主任

黄明晶希望，孩子们能既轻松又坚定

的走向目标。

一袭红衣、头戴发箍、手拿加油手

牌，要做人群中的“显眼包”，就是为了

让学生们一眼看到，以便“确认眼

神”。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的老师

们一大早来到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考点门口，为自家学生贴上加油贴纸，

送上考前祝福。今年是化学老师施嘉

怡第5年送考，她提醒学生注意做题的

时间分配，“其他的，尽管相信自己。”

许多学生在九年级才初识化学，

似乎化学老师是中考赛道上“陪跑”最

短的老师了。如何在短暂的相遇间

“抓住学生的心”，引领他们开启一门

学科，以最强的能量为他们的“人生第

一场大考”加油？这些问题曾经一度

困扰初入职场的施嘉怡，但是她很快

在师傅袁俊捷身上找到了答案——

“师傅是一个乐观积极并且永远在输

出正能量的老师。她潜移默化地让我

感受到，课堂是师生建立信任的机会，

把每一堂课都上得充满魅力，就一定

能影响学生。”这对“8090”师徒的化学

课堂充满感染力，学生都很喜欢。

施嘉怡同时担任上音实验的大队

辅导员，见证着学生们从“萌萌的小学

生”变成“成熟的小大人”。“有时候觉

得孩子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六年级

的时候小眼珠一转，什么心思都藏不

住；九年级的学生眼里都是热血。”不

久前的出征仪式上，施嘉怡告诉毕业

班的学生：“要相信自己，你们已经在

初中攒了足够的力量，暂时将焦虑和

苦恼抛诸脑后，勇敢振翅。”

保障
“永争排头节节高”
今早6时不到，松江区师园配菜公

司的货车停在了三新东校的大门口。

接货的师傅已经在门卫室等候了，迅

速将鲜肉、蔬菜、河虾等用小推车送到

食堂库房，并锁上大门。这是今天710

名中考生和教师的午餐。

7时30分，在家长的夹道欢送下，

三新东校初三年级的300多名学生，分

乘9辆大巴，前往4公里外的三新学校

考点参加中考。几分钟后，来自新浜、

车墩等地6所学校的950名中考生，乘

着20多辆大巴浩浩荡荡停在了三新东

校的大门外，这里是他们的考点。

和考场里的安静氛围不同，从7时

整开始，三新东校的食堂就呈现一派

忙碌的景象。6位掌勺的大厨和20多

位厨工早就全部到岗。“昨天午饭供应

一结束，我就召集所有人开会了，重点

是把今明两天午餐制作和服务的细节

再敲敲实，绝对不能出一丁点问题。”

食堂经理闵华强说，中考两天的伙食，

除了饭菜要可口，安全卫生的要求必

须比平时做得更严、更细。

摊开手里的工作备忘录，闵华强

向记者介绍两天的菜肴：“今天午餐有

两个大荤，一个是排骨蒸年糕，寓意

‘永争排头节节高’嘛；另一个是盐水

虾，虾，上海话音同‘欢’，中考就要欢

欢喜喜啊。配菜一个是西红柿炒蛋，

讨‘红红火火又事事如意’的口彩；还

有香菇青菜、菌菇汤等，吃口都是清清

爽爽的。第二天中午的菜我们也开好

了菜单，等明天早上配菜公司送来。

明天一个是红烧牛肉，祝考生们牛气

冲天；还有一个是烤鸡翅，祝他们展翅

高飞；明天还准备了花菜和茄子，花菜

象征妙笔生花，紫色的茄子有紫气东

来的吉祥之意。”

10时40分，上午的考试结束。留

在三新东校吃午饭的考生，由教师志愿

者引导，开始陆陆续续进入食堂。11时

25分许，外出考试的学生乘大巴归来，

可容纳800多人的食堂井然有序。此

时，实验楼的几十间教室早已打开了

空调，等待午餐后的考生前去休息。


